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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生成逻辑

宁曼荣,张璇子1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做好巡视监督的根

本遵循。 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监督基因的继承,源于对中国传统监察文化的汲取转化;源于对国

内外错综复杂现实环境的理性应对;源于对追求规范发展的制度思维。 从理论上厘清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生成逻辑,对于

正确把握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内涵价值,对于进一步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夯实

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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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巡视监督,对加强和改进巡视监督发表

了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进行

了科学论述,不断推进了巡视监督的制度创新,不断

校准了巡视监督定位,不断加大了巡视监督覆盖力

度,创新巡视监督方式方法,使巡视监督成为了党中

央的“千里眼” “顺风耳”和“侦察兵”,发挥了巡视

监督的“利剑”作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习近平巡视

监督思想。 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以规范公权力为目

标,强调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以“一把手”为着力

点,突出对“关键少数”的巡视监督;坚持体系化思

维,以增强合力和实效为基本目标,构建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和巡视监督制

度化。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近年

来的巡视监督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 从文化、历史、实践等多个维度的深刻考量并准

确把握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生成逻辑,对于正确

理解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内涵价值,
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对于

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
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具有重

要的时代价值。

一　 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监督基因是习近平巡

视监督思想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继
承和弘扬坚持“人民中心”政治立场和勇于自我监

督、自我革新、发扬党内民主和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

精神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独特

政治基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自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

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益的独立的运动”。 “他们(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

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因而,共产党领

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要加强党内监督,“要防止

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变成在党内恣意作威

作福的官僚” [1]。 为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督体

系,早在 18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

盟》中就确立了同盟的组织构架,支部、区部、总区

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规定“总区部向最高权

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中央委员会是全

盟的权力执行机关”;“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

关”。 同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

由民主选举产生,区部委员和中央委员实行选举制



和任期制,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委员;所有盟员都一

律平等,初步明确了党内监督原则、构建了党内监督

体系。 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高度赞扬了

公社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成果,指出了“社会公职

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
公社“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

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形成了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的机制。 列宁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政权

的监督问题,他认为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

“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

其所”,因而明确提出“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

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

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

草” [2],“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

来的” [3]。 在执掌政权后,列宁推动成立了苏共工

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联合机关,
保持了苏共的人民性和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列宁

注重党内监督的基因和建党理论,在 1921 年党的

“一大”通过的《纲领》中就明确规定:“工人、农民、
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

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

最严格的监督。” “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

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4] 这确定了

党内监督基本原则和内容。 在 1927 年党的“五大”
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明确了监察

委员会的职权和党委会的关系,构建了专责机构独

立开展党内监督的模式。 之后,为探索有效的监督

方式,党的“五大”召开后不久又首次提出:“建立各

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 [5]

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

的战斗力、推进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

还积极将党内监督与制度规范、思想政治工作、党外

监督以及党内法规完善等有机协同,有力推进了党

内监督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着

“进京赶考”心态,强调发扬“两个务必”的作风,从
跳出“历史周期律”之问的高度,就强化执政党的党

内监督价值目标、内涵方式、体制机制和原则要求等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持续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主

义党内监督的政治基因,深刻总结我们党建党近

100 年来加强党内监督的理论和实践,坚持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时代长期执政条件

下加强党和国家监督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诸如: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最大挑战是权力监

督,监督的重点是“关键少数”,监督的核心要构建

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监督的关键要发挥巡视“利
剑”作用,监督的方式要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与

群众监督相结合而形成监督合力,等等。 这些科学

论述和创新理论贯穿于新时代党的巡视工作中,成
为了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监督理论。

二　 积极汲取中国传统监察文化是习近平巡视监督

思想的文化逻辑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

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

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

基础的。” [6]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丰富的“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思考和表达了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7],“可以为人们认识

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

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8] 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文化自信,注重传统

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积极借鉴和汲取我国古代

巡视监察制度的有益成分,成为了习近平巡视监督

思想的文化渊源。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巡视监督思想和实践内涵丰

富、源远流长。 从巡视监督实践来看,最早的巡视监

督实践可追溯到 4000 多年前,《尚书·尧典》中记

有“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
服以庸。”《礼记·王制》则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岁
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 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
之后,我国古代的巡视机构优化,巡视制度不断健全

完善,如秦朝的御史大夫、汉朝的刺史、隋唐御史和

巡按、宋朝的监司、元朝的按察使、明清的都察院和

巡抚等,逐步形成了巡视机构健全、职权分明、制度

完备、监察方式互为补充、交叉运行的巡视监督体

系,达到了中央皇权“纠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

道,为天子耳目风宪之司”。 在巡视监督实践的过

程中,我国古代一些官员、学者对巡视监督的内涵、
意义和动力、目标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巡

视监督思想。 其中,《说文解字》最早对“巡视”进行

了解释:“巡,视行也。”《旧唐书·魏徵传》指出了监

督的重要性,提出:“以铜为镜,可使穿戴之时,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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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整;以史为镜,可知历朝以来,存亡兴替;以人为

镜,可观人之举措,以明本身得失,吾常保此三镜,以
防己过。”在巡视和监督动力、目标上,虽然出于维

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提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执政理念,但客观上促进了统治者接受人民监督,
注意主动倾听民意、关注民生。 自古以来一直流传

着为民请命的说法,这是巡视监督在人民群众当中

的最直接反映,诸如包拯、海瑞这类大公无私的钦差

大臣备受百姓拥戴,他们作为钦差大臣,甚至直接为

遭遇冤屈或被官吏欺凌的百姓在皇帝面前“告御

状”,为他们沉冤昭雪、惩恶扬善。 可见,在我国

5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的治理积累了丰富的巡

视监督的经验,形成了深厚巡视监督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执政理念,着眼于健全

和完善党内巡视监督制度以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现

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
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9],认
真对我国古代传统巡视监督制度、思想和实践经验

进行历史、哲学和文化思考,对古代巡视监督的目的

目标、方式方法、机制体制等进行了总结提炼和创新

运用。 如:借鉴古代御史巡按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

构;依据古代节制巡视官吏权限的有益做法,创新举

措、严密纪律,着力打造新时代巡视“铁军”;总结历

代官吏出巡支出费用保障情况,实行巡视工作由国

家财政预算全额支持;针对古代巡视信息收集方式

单一、巡视主体责任不明、巡视仅对地方官吏监察、
巡视结果只对朝廷汇报等局限性,突出拓宽渠道激

发群众参与热情、细化权责机制强化对失职渎职的

追究、引入专业机构推进巡视专业化和科学化,强化

信息公开保证巡视效果等,全面推进党内巡视监督

的体制机制、方法举措的创新,不断强化党内巡视监

督制度,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巡

视监督思想体系[10]。

三　 理性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是习近平

巡视监督思想的时代逻辑

执政环境是我们党采取执政策略的重要依据,
是巩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和国内经济社会等各项

改革的深入推进,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而复

杂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国际环境方面,进入新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

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反
共产主义思潮依然盛行,反全球化呼声和力量在不

断增强。 一方面,一些西方大国政治上固守冷战思

维,不断加强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打

压、演变和遏制,妄图在全球范围遏制共产主义运

动。 尤其在苏东剧变以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中国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也成为

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演变和攻击的重点。 为此,他们

不仅在经济、军事、外交和安全领域上对我国进行重

点威胁和遏制,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宣扬西方的

价值观、夸大我国国内和党内的腐败现象,千方百计

利用、制造和煽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丑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渲染“中国

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抹黑、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

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下行

压力增大,一些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抬头,奉行本国利

益优先和反全球化思维,推崇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
热衷零和博弈,国际贸易体系凸显一系列矛盾,中国

经济发展面临西方大国经济打压、贸易壁垒、技术封

锁等新挑战。 在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如何有

力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力反击反全球化

思潮,有力维护全球化制度体系和成果? 如何发挥

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运行中的“稳定器” “火车头”
作用,全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积极防范和

化解反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巩固党长期

执政的地位? 这些外部环境的重大考验和课题,要
求我们党在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同时必须有清醒

认识、科学把握,采取范围更广、更富创新性的举措

来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纯洁党的机体,克服党

内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党。
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的深入推

进,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

众精神追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供给侧改革引

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使
得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

系和分配方式进一步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追求多元、
利益诉求多样、思想观念多变,民主意识、人权意识、
法制意识大大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兼顾

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对我们党的自身素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社会

92第 3 期 宁曼荣,张璇子:论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生成逻辑



发展的方式、任务和压力仍然很重。 “中国共产党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时代如何保增长、
保民生、促和谐,关心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

量,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解决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关键靠党、关键在党;三是改革开

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也积累了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生
态环境破坏、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等诸

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影响党的执政

基础,降低党的公信力。
从党内环境来看,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党已是拥

有 9000 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 十八大以来,
为夯实党的长期执政基础,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建设,我们党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

恶,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极大增强了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进入新

时代,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仍然

存在,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依

然突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远

的政治眼光反复提到,“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对垒

状态,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

权腐败交织,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交织,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任务尤为紧迫”,探索如何强化党的自我

净化路径,破解自我监督难题,特别是坚持走群众路

线,将党内民主与群众监督紧密结合,着力发现和解

决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党的政

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需要解答的重

大课题。 同时,新时代党员队伍呈现出一系列新特

点,主要表现在党员的来源更加广泛、思想更加活

跃、个性更加多样,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更加强烈,
“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迫
切要求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和组织功能”,尤其要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

育管理、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党内制度约束和作

风建设等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努力把

党员的数量优势转化为执政优势,把世界最大政党

建设成世界最强政党,这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

须面对并切实回答好的挑战和问题。
习近平同志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

忧患感,着眼于新时代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党内外和

国内外严峻复杂的新形势,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和执

政条件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直面党

的建设薄弱环节对党长期执政带来的新挑战,坚持

与时俱进,因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强和创

新巡视监督,成为了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形成的环

境动力。

四　 追求规范发展的制度思维是习近平巡视监督思

想的实践逻辑

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评估党的执政

理念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11]。 马克思、恩格斯对

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提出了很多科学的设想,列
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度

建设进行了具体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致力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

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

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条宝贵经验,是
引导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把

钥匙。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制度治党,制度建设成为

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的推动力量。 我们党在刚成

立的一大时就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个决议》等文件,开启了党的制度建设征

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又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党

章,确立了党的组织领导、代表选举、党内生活、纪律

监督等一系列制度,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健全

党委制》中提出建立党委开会制度、决策制度和集

体领导制度,为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民主革

命的胜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

深刻认识到制度治党的重要性,强调“制度是决定

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12];江泽民提出在党的建设工

作中要“把制度贯穿其中”,胡锦涛指出要把党建设

好管理好,必须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

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13]。 因而,纵观我们党的

发展历史就是注重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历史,严密

的规章制度、刚性的制度约束和严明的制度意识是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之基、强大之基,成为了流淌着中

国共产党血液中的制度基因,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发

展壮大和不断走向胜利的推动力量[14]。
制度是我们党推动巡视监督规范发展的基础,

也是巡视监督生命力和作用发挥的保障[15]。 从巡

视监督实践来看,我们党在长期的探索中,深刻认识

到党内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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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成为了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形成的制度动因。
在建党之初,我们党的章程里就明确提出:“党对革

命活动的指导中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监督。”随着

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各级地方党委组织纷纷建立,
党中央需要对党的地方各级组织加强指导,广大人

民的革命斗争也迫切要求党的领导,党内巡视监督

便在此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明

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

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

主席。” [7] 这是党的文件中最早规定设立中央分派

各地指导工作的特派员,也是党内巡视监督制度的

开始。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规定》,
特别强调要建立党内巡视制度,明确指出可根据实

际需要派出巡视监督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严格监

督审查。 2009 年 7 月,我们党颁布《中国共产党巡

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监督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机构设置、工作程序、人员管理、纪律与责任等各

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的

形式规范了我国的巡视监督制度。
“大智治制,中智治人,小智治事”。 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快推进党的制度建

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

面不纯的问题,重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大力推

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总结党的巡视监督实践

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党内巡视监督的组织领导、
内容任务、方式方法等进行了创新,特别是加强了巡

视监督的制度创新,将党的巡视监督程序化、规范

化、制度化,把巡视监督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
断推动巡视监督向纵深发展。 2013 年 11 月,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进巡视制度,推动巡视

全覆盖”的目标。 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

确将依据党内法规把管党治党纳入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之中,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2015 年 6
月与 2017 年 5 月,两次对 2009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

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了修订,总结吸纳巡

视监督实践创新成果,特别明确了“实现巡视全覆

盖、全国一盘棋”的总要求,固化了巡视监督要紧扣

“六大纪律”和“四个着力”的内容,指明了坚持党内

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工作方向,探索和总结了

“三个不固定”、实行“一托二”乃至“一托三”等巡

视监督方式等,为依纪依规开展巡视、推动巡视向纵

深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16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十八

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以贯

彻执行巡视工作条例为契机,提高依规依纪巡视能

力,推动巡视监督制度化、规范化[16]。
习近平同志关于巡视监督的讲话和论述,特别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制定了一系

列的巡视监督条例和规章,秉承了我们党制度治党

的优秀基因,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依规治

党、依法履职,将巡视监督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推动巡视监督规范发展的制度思维,为习近平巡视

监督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实践遵循。
总之,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是一个日益完备、逐

渐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遵循。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

下,深刻把握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形成逻辑,有助

于进一步透彻理解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丰富内

涵,冷静理性面对加大巡视监督力度的复杂背景,深
刻认知推进巡视监督制度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M] . 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2:90.
[2] 　 列 宁. 列宁全集:第 34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86.
[3]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

编:第 1 分册[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65.
[4] 　 中共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 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

(从一大到十六大) [M] .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138.

[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M] . 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72.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 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7] 　 习近平.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

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

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J] . 孔子研究,2014(5):
4-8.

[8] 　 刘 勇,王怀信.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形成的五重逻辑[J] . 社会主义研究,2018(4):1-7.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 . 北京:外文出

版社,2017:313.
[10] 　 朱联平. 习近平执政党自我监督思想初探[ J] . 理论

月刊,2018(7):25-30.
[11] 　 涂小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

阐述及思考[ J] .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27

13第 3 期 宁曼荣,张璇子:论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生成逻辑



(6): 51-56.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33.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60-361.
[14] 　 樊金山.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实践逻辑[ J] .

领导科学,2018(27):24-26.
[1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M] .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96.
[16] 　 朱 洲. 习近平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思想研究[ J] . 思想

理论教育导刊,2018(6):27-31.

Logic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Formation o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NING Man-rong, ZHANG Xuan-z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adherence to th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work toda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from the genetic inheritance of the self-monitoring by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from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upervision culture, from the rational response to complicated realistic background
home and abroad, and also from the institutional thinking in pursuit of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Clarifying theoretically the logic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formation o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rasp its theoretical source and connotation value
correctly, and to play the role of “sword” i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fully,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consolidate the theoretical foun-
dation of tightening up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logic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ighten up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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